
电影刚一开画，学霸级的考生走出考场时的
自信、查分时的忐忑、报志愿的纠结，都让观众情
绪随之起伏，记忆随之拉回到高考那年的夏天。
而另一位考生得知被清华录取之后依然痛哭，自
责没有考好，可能无法报考心仪的专业，又让影
迷会心一笑，“这也太凡尔赛了，学霸的世界我果
然不懂”。

电影《大学》带给观众的触动，不仅仅因为其
中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也因为它将大学的美
好，浓缩于行云流水的日常镜头，用诗意的语言
进行表达。新生军训20公里的拉练，课堂上唇
枪舌剑的讨论，就业抉择时的犹豫迷茫，天文台
上的仰望星空，一代鸿儒躬耕讲台的执着，这些
明快的画面展现了一所生机勃勃的大学校园。

特别是主演们随口而出的话语，都透露着一
种诗意：新生舞会结束之后，男孩们收起了正装
领带，吐槽“哪儿有时间谈恋爱啊，我的时间都被
学习安排得满满当当”；博士生想要扎根基层时，
干了一辈子村支书的奶奶描述基层工作是“上面
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天文学者想要为中国制造
一台世界领先的宽视场光谱巡天望远镜，项目遭
遇挫折的时候，他幽默化解“如果现在有个吉他
就好了，马上可以弹出心碎的声音”。

作为导演之一的柯永权透露，纪录片都是无
剧本拍摄，他们跟拍了几组清华人3年，最终选
择4组呈现在大银幕上。柯永权坦言，无论是主
演们的抉择，还是他们脱口而出的话语，都是一
种即兴的表达，他们也无法预测，下一个镜头会
拍到什么。只是跟拍了3年之后，主创团队和主
演已然成为朋友，说出这些看似诗意的语言，其
实是一种下意识的对于朋友的肺腑之言。

采访之中，85后导演柯永权多次提到的词语
是“家国情怀”，这是他在清华园里受到的教育，
更是在拍摄《大学》这几年，从清华人身上看到的
底色，“我觉得我以一种更高的视角，重上了一遍
大学，年轻真好。”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大学》的制作团队来自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影工作室，曾先后参
与了《喜马拉雅天梯》《无问西东》《大河唱》《棒！
少年》等院线力作，也推出了《我在故宫修文物》

《我在故宫六百年》等火遍全网的爆款。
柯永权透露，《大学》的制作团队非常年轻，

三位导演带着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清华
人，凭着热爱、专业、执着，三年磨一剑，“如果电
影的市场反馈、口碑不错，说不定会拍摄续集”。

封面新闻记者曾洁

6月28日，国内首档
家乡宝藏文化探寻真人
秀《我的家乡，好美！》于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吉首市开机录制。

该档综艺由 5 位近
期大热的人气小哥哥作
为“少年探美团”，在明
星嘉宾的带领下，前往
湖南极具代表性的五个
地域，完成发现“家乡宝
藏”的文化探寻，向全世
界展示大美湖南，开启

“乡村漫游”潮流趋势的
综艺新模式。

打造传统地域文
化旅拍新综艺

《我的家乡，好美！》
五位“少年探美团”成员
将竭尽全力现场破解各
种各样的游戏难关，与
飞行嘉宾一起共同完成

“家乡宝藏”的探寻旅
程。探美团成员之间，
有的本来就是关系很铁
的朋友，在刚刚收官的
大热综艺里圈粉无数，
有的在其他节目里已经
磨合成配合默契的搭
档。本次录制，他们将
形影不离，从湘西首站
吉首出发，陆续开启湖
南深度旅行，带领观众一
起去了解湖南各地的人
文历史，体验山川河流、
饮食文化，拜访有故事的
手艺人，为观众展现乡村
的新风貌和传统文化的
延续和传承。

节目组将深入关注
乡村文化，通过浓浓的
家乡记忆，让千万网友通
过镜头感受家乡之美。

探寻五大宝藏地
助力乡村振兴

《我的家乡，好美！》
将深度推广当地特色旅
游、地方传统文化，再融
入年轻化视角，向更多
观众展现风土人情、人
文景观、地道美食和传
承手艺等独有的地方文
化特色。

在湘西、郴州、长
沙、常德、岳阳的录制
中，除了人气爆棚的“少
年探美团”，每站都有一
位“东道主宝藏姐姐团”
成员助力惊喜加入。

《我的家乡，好美！》
作为国内首档家乡宝藏
文化探寻真人秀，向世
界推介家乡旅游打卡手
册的同时，也将推动当
地特色经济的发展，探
索新时代新乡村的多元
化可能性。

据北青网

节目《萌探探探案》近日引
发热议，在《西游记》IP打卡中，
86版《西游记》原班人马六小龄
童、马德华和李玲玉惊喜现身。

其中，杨紫现场回忆起自己
第一次与六小龄童拍戏的经历，
节目播出后更是发文表达了自己
的敬意；杨迪、杨紫在马德华指导
下再现“猪八戒背媳妇”的名场
面，还原度获得网友认可。

六小龄童再扮美猴王

节目中，六小龄童以“美猴
王”扮相亮相。对于六小龄童
的到来，杨紫难掩激动，现场回
忆起与对方第一次合作拍戏的
经历，称自己当时尽管是客串，
但没想到六小龄童知道她的名
字，一进门就说“小杨紫，你
好”，让自己特别感动。

节目播出后，杨紫更是发
文致敬六小龄童，称自己收获
的不止是温暖和感动，“也让我
更加明白演员的责任”。孙红雷
坦言六小龄童演的孙悟空是自
己的偶像，还感叹一辈子经营一
个角色值得敬佩，尤其是像《西
游记》主创这样深入浅出的呈现
方式让观众记住很多年。

还原猪八戒，马德华上
妆超3小时

76岁的马德华从头套到肚
皮全副武装，光上妆就用了三
个多小时，可谓深度还原“天蓬
元帅”猪八戒。而一旁的那英明
显感受到了马德华妆发的闷热
感，连忙举起自己手中的“芭蕉
扇”，贴心地帮对方扇起扇子来。

现场，马德华还专业教学
“背媳妇”的各种细节。在马德
华指导下，杨迪和杨紫快速掌
握了技巧，节目播出后，不少网
友称赞二人的演绎生动传神。
此前沙溢曾感叹前辈们的敬业
态度，“马德华老师在这么热的
横店全程戴着头套，汗都从他
头套的鼻孔里流出来了，特别
让人敬佩。六小龄童老师对开
场表演不是很满意，录了五遍
开场。”节目播出后，他再次感
慨受益良多，“一部作品能被人
记住成为经典是有原因的”，杨
迪也表示自己备受触动，“《西游
记》作为经典值得一直看下去”。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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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电影《大学》成都路演
四位清华人上演“无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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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今，
纪录电影《大学》即将上映，
采用纪实手法呈现四位清华
人不同的人生境遇与选择，再
现了何为大学以及大学里的
青春理想、家国情怀。

7 月 2 日晚，纪录电影
《大学》在成都峨影1958举
行超前点映。有趣的是，峨影
1958的7号厅，别出心裁地
设计成了清华大学校门的模
样。这部在清华大学取景，由
清华团队拍摄、清华人主演的
电影，吸引众多校友前来观
影。映后，导演柯永权接受了
封面新闻记者采访。

一位刚刚度过18岁生日
的“00”后高三毕业生，面对
家人的祝福和父母的期待，
该如何应对这场十年磨一剑
的考试？一位在象牙塔里苦
读九年的博士毕业生，应该
去寻找一份人人都看好的留
校工作，还是应该追寻内心
真正的理想？一位旅美十年
决意归国“做点事”的青年教
师，踌躇满志地想制造一台属
于中国、领先世界的天文望远
镜，却意外地困难重重；一位
83岁的工程院院士，终于要面
临退休的时刻，她是否会放下
自己站了一辈子的讲台？

2018年开始拍摄的电影
《大学》，历时三年，主创团队
用纪实的手法、电影化的叙
事呈现了四位清华人的人生
选择。

高考、毕业、入职、退休，
这四个人生阶段将影片中的
人物与影片外的观众勾连了
起来，但真正动人的是片中
人物面临人生困境时所作出
的选择。

“这是一部清华题材的
纪录电影，但又远不只是与
清华有关的电影，正如其名

《大学》，它是写给大学的一
封情书，也是大学写给观众
的一封情书。”电影监制、清
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尹鸿
教授表示，“大学有光，所以
值得。清华大学建校 100 年
时，我们参与策划了李芳芳
导演的《无问西东》，建校110
年之际，又参与策划了这部
孙虹、王静、柯永权等青年导
演的《大学》。这一次是用真
实的记录传递大学的光芒。”

而电影之中，无论是博
士生放弃留校的机会，选择
回到家乡做一名基层选调
生；还是向往星辰大海的青
年老师，用7年时间做一台天
文望远镜，都让观众忍不住
回想起当年的《无问西东》，
选择人生的艰难模式，理想
之光显得格外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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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电影《大学》即将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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